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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化工产品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生活中方方面面

都需要化工产品支持，近年来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使得液体化工产品需求量大幅增长，国内生产与国外

进口两大供给形式彼此补充，共同为人们生活中的化

工产品需求提供保障。

但化工产品无论运输过程还是存储过程都面临一

定安全隐患，大部分化工产品都具备易燃易爆等属性，

一旦日常管理与维护不当则容易对人民群众生活财产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做好液体化工储罐区安全管

理与维护工作也是每位相关从业人员需要深入研习的

重要课题。

1 液体化工储罐区安全隐患分析

液体化工储罐区的主要作用为液体石油与其他石

化产品的中转站，各类相关产品均于此地完成中转、

储存与装卸等环节。其中主要产品类别为苯类、醇类、

油类与酸碱类等，总计近百种，且大部分产品均具备

一定毒性、腐蚀性或有害性等负面属性，同时存在闪

点低、易蒸发、易燃烧、易爆炸、易产生静电等问题，

整体而言危险性极高。

一旦液体化工储罐区中出现火灾或泄漏等不良情

况，则可能引发区域内其他部位连锁反应，危险范围

相对较大，对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相关从业人员需要做好全面的安全隐患分析工

作，保障液体化工储罐区安全运行。

1.1 施工过程缺乏规范性

液体化工储罐区在近年来需求量不断增大的情况

下也随之不断扩大规模，各个新企业不断入驻，为储

罐区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新企业入驻的情况下，施

工过程缺乏规范性的情况也随之日渐明显，“边生产

边施工”的不良操作行为时有发生。

在此过程中，部分施工人员安全意识相对不强，

生产过程中时常存在各类违章操作，例如施工过程中

未按照规章制度配备灭火器或灭火器已处于失效状态

等，或施工现场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警示牌、施工现

场未拉警戒线等情况，甚至夜间作业未设置安全灯等

问题都造成了一定安全隐患。种种原因都可能引发严

重的安全事故，对施工人员与周边居民造成不利影响。

1.2 危化品运输量过大

危化品进入液体化工储罐区是日常运行状态中的

基本操作之一，但近年来在化工产品需求量不断提升

的情况下，危化品运输量也不断提升，导致液体化工

储罐区内滞留的车辆相对较多，重车需要在化工区过

夜、车辆占用消防通道或造成道路拥堵等问题时常存

在。

在此情况下一旦出现火灾等不利情况，则可能对

消防人员工作造成阻碍，使其错过处理火灾的最佳时

机。同时在日常巡检中发现液体化工储罐区内车辆超

载等情况也时常存在，甚至超速行驶、盲板未得到有

效封闭、阀门罐体泄漏等情况也相对普遍，更有甚者，

运输过程中静电接地缺乏规范性等情况也为安全性造

成阻碍。且外运人员在运输环节可能携带火种入场，

甚至工作时接打手机等违规操作也依旧存在，都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安全事故，对液体化工储罐区后续

发展极为不利。

1.3 社会治安仍存在不稳定因素

液体化工储罐区作为化工产品的中转站，在日常

运行过程中难免涉及各类流动人员，流动人员整体构

成相对复杂，使得液体化工储罐区中存在的不稳定因

素随之增多。尤其近年来出现盗窃等不良事件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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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增长趋势，液体化工储罐区中的电缆与电线等

时常存在失窃问题，甚至消防水带与管道阀门等设备

也偶有丢失。种种失窃事件无形中为液体化工安全管

理与维护工作造成了一定阻碍，一旦发生火灾等事故，

消防设备缺失将严重阻碍救援工作，因此社会治安方

面的不稳定因素也需要重点考虑。

2 液体化工储罐区常见隐患引发的事故

2.1 静电引发的闪燃事故

当槽罐车在液体化工储罐区域内装车时，装车鹤

管接地点与槽车接地点间如缺失有效的金属导体连

接，则可能导致接地电阻存在差异。在此情况下，液

面聚集的电荷将在鹤管与槽车进料口的接触点释放电

火花，即使电火花数量小且较微弱，但也足以点燃槽

罐车产生的化工液体蒸汽，最终导致火灾甚至爆炸。

与此同时，装车人员并未注意控制速度，当流速超出

安全范围时，新型鹤管自身管臂相对不长，液体在此

情况下所受冲击力大幅提升，导致静电聚集，也容易

引发安全事故。此外新型鹤管前端自身配有静电接地

夹，一旦装车人员对此存在疏漏而未使用静电接地夹，

鹤管与槽罐车仅能通过管壁与车体接触，缺乏有效的

导体相连，一旦周围存在电流，则容易出现电火花，

进而引发火灾等各类事故。

2.2 金属软管爆裂事故

在对液硫等化工产品进行装卸时，装卸软管出现

爆裂现象容易使液硫出现泄漏等不良情况，从而造成

安全事故，甚至引发人员伤亡等严重问题。由于金属

软管自身存在一层保护网，位于最外层，但在漫长的

使用过程中，保护网易存在生锈等情况，进而导致断

裂问题，在使用过程中则容易进一步爆裂，对安全造

成极大威胁。为避免此类问题出现，相关从业人员仍

需加强检查力度，明确金属软管等细节方面可能存在

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现此类隐患则需要及时更换配件，

以此防止后续出现不良事件。

2.3 运输车辆罐体泄漏事故

液体化工储罐区中的集装箱槽车体积相对较大，

易在装卸过程中出现泄漏等事故，当所装卸化工产品

为有毒有害液体时，则可能对操作人员生命财产造成

威胁。导致此类事故的原因相对较多，如集装箱槽车

在更换车底部阀门后未进行试 漏实验，在此情况下即

使存在泄漏问题也无法提前预知，最终导致安全事故。

为避免此类问题，车辆在装货需要做好例行检查，明

确所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环节。

2.4 篷布引发火灾事故

打桩钻探是液体化工碱罐区的一项重要环节，此

环节所使用的工具需要相关从业人员仔细甄别，一旦

使用碘钨灯等不适宜的工具，则可能导致篷布被引燃，

进而引发火灾。导致此类事故的原因在于篷布长期覆

盖于工具房顶，而碘钨灯也随之长期处于开灯状态，

缺乏管理人员对其进行合理处置。长此以往，碘钨灯

自身温度提升，篷布在温度过高的情况下被引燃而导

致火灾。为避免此类事故，安全管理人员需要在日常

工作中加强巡视，检查化工产品储罐区可能在细节方

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及时纠正其中的不当操作，为

安全管理与维护工作贡献力量。

3 液体化工储罐区常见隐患治理策略

3.1 针对静电引燃事故的治理策略

在槽罐车充装环节中，做好安全管理已业内日渐

重视的一项重要环节。为避免充装时出现静电引燃问

题，首先需要相关从业人员检查金属连接情况，保障

鹤管接地点与槽车接地点间具备有效的金属连接，同

时保证两者处于相同电位。此后需要操作人员在充装

时注意操作细节，将鹤管伸入槽罐底部，且保证深度

在 20cm 以内。当使用的鹤管为新型鹤管而无法达到

20cm 的要求时，则需要做好前端鹤管接地导板细节

处理工作，在此区域内增设静电接地线夹，使槽车处

于理想的接地状态。

与此同时，操作人员需要保障槽车自身接地状态

良好，在充装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流速，使其保持在

安全标准范围内，针对甲类与乙类货物，流速需保持

在 3m/s 内。在充装时也需要确保装车台附近已设置充

足有效的灭火设备，押运人员也需要时刻准备好随车

灭火器，可将其置于车顶，一旦出现引燃事故即可随

时取用。最后可考虑在静电接地装置中安装报警器，

当接地情况不佳时可在第一时间报警，督促操作人员

完善接地装置，且接地设置完成后也需要及时进行检

测，确保工作万无一失。

3.2 针对金属软管爆裂事故的治理策略

金属软管爆裂事故的主要由于相关巡检人员尚未

对设备进行全面深入检测，一旦发现金属软管存在磨

损或锈蚀等情况则需要及时更换。与此同时也需要重

视对相关液体化工产品的审批与操作环节，当运输的

液体化工产品易在金属软管内残留且毒性较大时，对

应的审批流程也需要进一步严格化，避免由于金属软

管爆裂而导致的不良情况。此外对于液体化工储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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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项设备与设施也需要定期进行全面检查，尤其

对于各类安全附件，更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强化检查力

度，避免安全事故。

3.3 针对运输车辆罐体泄漏事故的治理策略

罐体泄漏事故往往多由人为原因造成，因此为避

免此类事故，相关人员需要做好各项安全检查与测试

工作。例如在车底部阀门更换后，需要及时完成试漏

实验，确保车底不存在泄漏问题。同时也需要在日常

检查工作中重点监测罐体与车体的密闭性，避免任何

可能导致泄漏的因素。在液体化工产品装车前期尤其

需要进行全面检查，使泄漏事故得到有效控制。

3.4 针对篷布引发火灾事故的治理策略

篷布引发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也往往在于人为问

题，为避免此类事故，可在日常安全检查中进一步强

化巡查力度，及时发现液体化工储罐区内存在的安全

隐患，尤其需要重点检查简易工具房等不易引起重视

的区域。当检查过程中发现碘钨灯等可能发热的物品，

则需要及时进行处理，避免局部温度过高而引发火灾

等事故。

4 液体化工储罐区常见隐患治理重点

4.1 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为使液体化工储罐区安全系数有效提升，相关负

责人员可构建安全管理委员会，邀请储罐区涉及的各

大仓储企业董事会成员参加，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联席

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委员会，通过会议了解各个环节

的安全运行细则，强化不同环节间的交流力度。在委

员会召开过程中，与会人员需要明确安全生产许可制

度，并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执行此项制度，可举行各类

相关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通过活动提升各大施工单

位与危化品运输车辆的管理力度与审批力度，使参与

工作的相关人员与相关设施准入门槛进一步提升。在

日常运输过程中，可执行刷卡通行制度，确保每辆出

入的车辆都能实名制，每位出入的工作人员也都能相

应实名制，也可对相关人员与车辆做好 GPS 定位跟踪，

保障各类安全事故能在根本上得到控制。

4.2 严格落实企业自查与自纠制度

仓储企业的日常工作状态是液体化工储罐区整体

安全系数得以提升的重要保障，因此执行安全生产许

可制度之余，也需要引导化工区域涉及的各大仓储企

业在日常工作中完成自查与自纠，对自身可能存在的

安全隐患做出彻底排查，同时安排专人跟进现场巡查

与运输环节。当工作内容涉及重大危险源时，应当在

确保国家相关标准标识的情况下再安排工作，并强化

对工作现场的动态化管理，一旦发现工作中存在不安

全环节，需要第一时间进行整改。仓储企业自身管理

人员也需要强化对出入车辆与人员的检查力度，确保

各类安全隐患及时得到排查，并被消除于萌芽状态。

5 结语

综上所述，化工产品在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液体化工储罐区的日常管理工

作也相应日渐为人所重视。但由液体化工储罐区整体

发展情况来看，其中仍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尤其区域

内日常接触的化工产品多为易燃易爆品或有毒有害品

等，一旦出现安全事故，不仅影响液体化工储罐区全

体工作人员健康情况与生命财产安全，甚至对附近居

民也造成一定影响。

为避免此类问题，相关从业人员更应当做好日常

安全管理，明确区域内常见的各类安全事故，如静电

引燃、金属软管爆裂、运输车辆罐体泄漏等，并针对

各类安全事故做好对应治理工作，以此提升液体化工

储罐区安全系数，为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提供有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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